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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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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资源化学是中药资源学的分支学科，是药用生物学、生理生态学、药材生产与加工学、中药化学与分析学、生

物工程学、生物效应与功能评价、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广

义上讲，中药资源化学是一门揭示自然资源中对人类健康及其相关领域具有应用价值或潜在价值的资源性化学成分的性质、

分布、积累与消长规律，并通过适宜技术集成以实现资源的合理生产与科学利用的综合性与应用性特色突出的基础学科。系

统阐述了中药资源化学学科概念与性质、内涵与外延、学科建立背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方向与目标任务等，为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中药资源化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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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for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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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CCMM) is a subdiscipline in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esources (SCMMR) and a new discipline which formed inter-pervasion and cross-point of multidisciplines, such as medicinal biology 
science, physiological ecology,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medicinal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analysis of CMM, bioengineering, 
bioactivity and function evaluatio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bioinformation. In a broad sense, the 
RCCMM is a comprehensive basic subject to reveal the property, distribution, accumulation, and fluctuation regularities of resources 
constituents, to bring about the ration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utilization of SCMMR by integrating favorable technolog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xplained scientifically the concept and property,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background of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research area and goal. These data would provide the methods and 
evidence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CCMM disciplin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Key words: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esources (SCMMR);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CCMM); 
discipline system;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resources constituents 
 

随着人口剧增和人们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理念

的提升，国内外市场对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性产品

的需求量激增，开发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保护资

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实现中药资源的有效

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资

源性物质的生产与利用等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研

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中药资源化学作为中药资源学学科体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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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和分支学科，近年来随着中药和天然药物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长足进

步。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2]，进一步对中药资

源化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内涵与外延，以及学科

建立背景、学科体系框架、研究技术体系、任务与

方向、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为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

为我国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学支撑。 
1  中药资源化学的概念与性质 

中药资源化学（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RCCMM）是中药资源学的分支学

科[3]，是药用生物学、生理生态学、药材生产与加工

学、中药化学与分析学、生物工程学、生物效应与

功能评价、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信息科学等多学

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形成的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 
中药资源化学具有资源学与化学的双重性质与

学科基础[3]。从资源学角度出发，研究资源性化学

成分在生物体内的动态积累过程及其与环境诸因素

的关系，重视各类型代谢产物生物合成过程中关键

酶的特性与表达水平对其积累的影响和动态变化规

律；从化学角度出发，研究中药资源中可利用物质

的类型、结构、性质、质量、数量、存在与分布以

及利用途径等。 
围绕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领域资源性产品的生

产与利用、资源经济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等社会需

求构建学科体系，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有

效提升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为资源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2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内涵是立足于培养兼具资

源学与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运

用多学科技术与方法，围绕药用植物、药用菌物、

药用动物、药用矿物等再生和非再生资源生产与利

用全过程进行的以资源性化学物质的合理生产与科

学利用为主要目的的科研活动。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外延涉及以药用或健康需

求为目的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不同资源门类，如

海洋生物资源、森林生物资源、菌藻生物资源等。

因此，从广义上讲，中药资源化学是一门揭示自然

资源中对人类健康及其相关领域具有应用价值或潜

在价值的资源性化学成分的性质、分布、积累与消

长规律，并通过适宜技术集成以实现资源的合理生

产与科学利用的综合性与应用性特色突出的基础

学科[4-7]。 
3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建立 
3.1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形成背景 

中药资源化学的建立有其社会背景、行业背景

和学科背景。 
3.1.1  社会背景  随着人口剧增和人们崇尚自然、

回归自然理念的提升，国内外市场对中药及天然药

物资源性产品的需求量激增，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

保护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实现中药资源

的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对赖以生

存的有限资源中可利用物质的生产与利用等科学问

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

方法。 
3.1.2  行业背景  药用生物资源的生产、加工、开

发利用及其产业化过程需要更加科学合理，以不断

提升产品的品质，提高资源化利用效率，实现物尽

其用的目的。中药资源化学为中医药行业提供了有

力支撑，行业发展与社会需求为中药资源化学学科

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 
3.1.3  学科背景  中药资源化学的形成与发展与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得益于自然资源学学科

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尤其是资源生态学、资源

地理学、植物资源学、动物资源学、资源经济学等

多学科的有力支撑。同时，天然产物与分析化学等

相关学科的发展及其适宜技术的有效利用，资源性

产物的代谢规律及其生物与化学转化机制的不断揭

示等为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3.2  中药资源化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3.2.1  学科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药科大学周

荣汉教授率先提出中药资源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框

架，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药资源学》。20 世

纪 90 年代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正式纳入国家本科

专业体系，通过 10 余年的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逐

步完善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由挂靠南京中医药

大学的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专业

委员会联合全国中医药院校成立了“中药资源与开

发专业教学理事会”，讨论确定了学科课程体系，主

要包括：中药资源学、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生理

生态学、药用植物栽培学、中药材加工与养护学、

中药资源化学、中药分析学、植物化学分类学、中

药生物技术、中药商品学、中药资源开发与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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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草学等，并组织全国 38 所中医药、农林、师

范、综合性院校 280 余位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领域

学者编写出版我国第 1 套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本科

系列规划教材。 
中药资源化学作为中药资源学的分支学科，随

着自然资源学科、化学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快速进步，

为资源化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

前，人们对源于自然环境的资源性产品需求剧增，

资源的稀缺性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和

行业期待从有限的中药资源中获取更为丰富的资源

性产品，以形成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的良性发展状

态。社会和行业的需求为中药资源化学的学科建立

和发展提供了源动力。 
3.2.2  人才培养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药资源与开

发专业正式纳入国家本科专业体系以来，全国已有

43 所中医药、农林、师范和综合性院校开办相关专

业或开设相关课程，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药资

源化学人才培养体系。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

大学等院校已为社会和行业培养输送了一批以中药

及天然药物资源化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博士高

层次人才。依托南京中医药大学建设的“江苏省中

药资源化学科技创新团队”、“中药方药物质基础与

资源化学研究优秀集体”，以及湖南、湖北、河南、

广西、甘肃等地区致力于以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化

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创新团队和师资队伍形成了一

些标志性成果。 
中药资源化学作为面向资源生产与利用的一门

应用性基础学科，对师资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需

要学习自然资源学和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具有较

为深厚的天然产物化学与分析化学的知识，掌握能

解决资源生产-利用-产业化过程中关键科学问题与

实践的能力。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人才培养目标：1）理解和掌

握本学科的概念、性质、内涵与外延，以加强对该

学科理论体系的认识；2）明确和把握本学科的研究

任务与目的，以确立学习的目标和志向；3）系统学

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生物学与资源学、化学与分析学

基础知识，拓展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视野；4）强化资

源学科外业调查研究的学习和实践，掌握药用生物

学、生理生态学、中药材生产与加工的知识和技能；

5）强化多途径多层次开发利用资源所需技术和方法

的学习与实践，以服务于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源经济

产业链延伸的全过程。 

4  中药资源化学的研究方向与目标任务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1）基于药

用生物的生长发育过程研究资源生物体化学成分的

种类与分布、合成途径、积累动态与生理生态的关

系及其调控机制；2）基于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研究

资源性成分的生物转化、化学转化及其变化规律；

3）基于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角度研究药用资源中

各类物质的可利用价值及其资源化过程；4）基于资

源产业化过程研究促进资源性化学成分利用效率的

有效提升。 
通过以下目标任务的实现，以推动和促进中药

资源的合理生产与科学利用。 
4.1  阐明药用资源生物体中资源性化学成分的动

态积累与分布规律 
植物类中药资源中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在生长

发育和对环境适应的过程中代谢产生的结构多样、

种类丰富的小分子物质，研究这些小分子化学成分

在资源生物体内的合成积累及其与生态环境诸因子

的关系，揭示其生理生态调控机制，对于药材及其

资源性原料适宜采收期的确定十分重要。 
4.1.1  植物次生代谢与资源性成分动态积累与调

控  植物次生代谢与环境的关系、次生代谢产物积

累的消长规律等是一复杂的科学问题，国内外学者

在该领域进行着系统的探索研究，形成了植物次生

代谢理论。研究表明，药用生物资源体内次生代谢

产物的合成与积累需要外界环境的诱导，体现在细

胞、分子水平上。植物细胞内控制次生代谢产物生

物合成过程中相关酶合成的基因，只有在特定的环

境刺激诱导下才能表达[8-9]。在环境胁迫条件下，

植株生长变慢，次生代谢产物数量增加；而在良好

环境条件下，植株生长快，次生代谢产物累积量少。

当受到昆虫、病原菌攻击或生境严重胁迫时，植株

生长和次生代谢都受到遏制，植物体内信号分子明

显增加[8]。 
在中医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早已认识到环境

因素与药材品质的形成密切相关，即药材的地道性

特点。因此，学习和运用植物次生代谢理论对探究

药用生物中资源性成分的合成、转化、积累、消长

与环境诱导的关联规律具有重要价值。 
4.1.2  资源性代谢产物动态积累与药材适宜采收期 
植物从发芽、展叶、开花、结实到根系的膨大和地上

部分的凋萎等均是生物适应季节性环境周期变化而

形成的生长发育节律，其实质是植物生长发育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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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关系表征。物候的变化反映了植物生命现象对

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体现了植物体内初生和次生代

谢产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展现出生物资源与化学物

质间的时空关系与特点[10]。因此，处于不同物候期的

资源生物其药用部位的生长发育与化学物质的积累

是动态的、有节律的。从药用生物的生长发育过程，

探究资源性代谢产物动态积累规律与生态诸因子的

关系，以客观评价和确定药材适宜采收期。 
药材适宜采收期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质量 优和

产量 大化。药材品质优劣的核心评价指标是能够

客观表征临床功效的药用化学物质组成和含量。然

而，药用物质的形成与积累过程直接受到生态环境、

气候条件和人为活动等复合因素的影响。通过研究

同一资源生物种类在不同物候期特征性多指标代谢

产物的动态积累和消长变化规律，并结合其药用部

位生物产量，建立客观表征植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

件的物候关系，以及影响药材品质形成与药用部位

生物产量相关联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式，建立科学

合理地确定药材适宜采收期的方法学[10]。 
4.2  揭示药用资源生物体中资源性化学成分的生

物转化与化学转化 
中药资源化学强调资源性成分在药用生物体内

的动态积累过程与环境诸因素的关系，其实质是源

自自然的资源性化学成分的积累分布与其生物合成

途径以及酶系统调控密切相关，而酶系统的调控及

其相关基因表达又受到环境诸因子的影响。采收药

用部位并经产地加工形成药材的过程，既是去除非

药用部位的净制环节，又是依据药用需求分门别类

地、采用适宜方法技术进行干燥等产地加工处理的

重要环节，其过程中发生着一系列复杂的生物转化

与化学成分间的相互转化等变化过程。 
4.2.1  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性成分的生物转

化及其变化规律  在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生

物体内的化学成分在酶系统的作用下发生着一系列

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消长变化 [11-12]。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的根及根茎经采挖和切割离开土

壤和母体后其体内的一系列酶系被激活，尤其是在

干燥加工“发汗”过程中根中的酪氨酸、苯丙氨酸

等氨基酸类成分在相关酶作用下转化形成丹酚酸类

（salvianolic acids）成分使其积累显著增加。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Gaertn.) Libosch. ex Fisch. et 
Mey. 新鲜块根中所含梓醇（catalpol）在 β-葡萄糖

苷酶的作用下发生酶解，使其分子结构中具有的烯

醚和缩醛活性基团被打开，失去糖基并进行重排，

或继续与亲核性化学成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呈色物

质[13]。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根在产

地干燥加工的“发汗”环节中促使其含有的哈巴俄

苷（harpagosiade）结构中的肉桂酰基水解，产生哈

巴苷（harpagide）和肉桂酸[14]。黄芩药材加工过程

中采用的“杀酶保苷”措施，其目的是通过加工使

生物组织中的酶系失活而抑制资源性成分被酶转化

而影响其品质。 
4.2.2  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性成分的化学转

化及其变化规律  在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性

化学成分在一定温度、湿度等条件作用下发生着一系

列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化学反应和消长变化，即为药材

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性成分的化学转化。丹参药材

中的丹酚酸类成分具热不稳定性，在加热干燥过程中

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其量不断下降。动态分析结果表

明，以丹酚酸 B 为代表的缩合酚酸的量不断下降，而

以丹参素、原儿茶醛为代表的小分子物质的量则不断

上升，并有新的小分子生成，其内在机制是加热导致

了丹酚酸 B 的酯基水解和苯并呋喃开环降解[15]。人

参经洗净，自然阴干、晒干或烘干制成“生晒参”，

再经蒸制制成“红参”，红参加工过程中皂苷类成分

发生较大变化：丙二酸单酰人参皂苷酯键水解产生相

应的人参皂苷,脱羧产生相应的糖乙酰化人参皂苷。

在加工过程中达玛烷型人参皂苷主要发生 C-20 位糖

苷键水解和异构化，齐墩果酸型皂苷发生酯苷键和醚

苷键的水解[16]。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根
在甘肃岷县产地加工过程中，通过以豆秸等为燃料进

行熏制，不仅有利于干燥，还使其挥发油组分及其相

对量向有利于功效的方向转化，苯酞类、有机酸类活

性成分的量明显提高，表明传统产地加工方法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17]。 
因此，揭示药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资源性化学物

质的消长规律对建立科学合理的药材加工技术规范、

保障药材品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均有重要意义。 
4.3  揭示药用生物资源中各类化学物质的可利用

价值及其资源的有效利用 
资源的利用价值在于其可利用物质的多用性与

多宜性特点。因此，发现和拓展其利用途径及其多

层次利用价值是实现中药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任

务。迄今为至，药用生物资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仍

在沿袭千百年来的经验，或是仅利用了资源生物的

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某一组织器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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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限于药用的单一用途，导致中药资源利用效率

低下，尚未形成有效的资源经济产业链。 
4.3.1  多途径、多层次开发与拓展，促进资源利用

效率的有效提升  以中医药学、民族医药学与资源

学理论为指导，以中药资源化学研究为手段，以药

用资源生物体传统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的资源化

系统利用为目的，集成多元适宜技术，进行多途径

的拓展与开发：药用和功能性健康产品、精细化工

产品、化妆品、香料、色素、生物农药、畜禽兽药

产品等；进行多层次的利用价值发现与资源化研究：

以药材及饮片为原料的初级利用，以提取物/萃取部

位/化学组分/化学成分为原料的梯级利用等。 
银杏 Ginkgo biloba L. 的分布中心在中国，以

江苏、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源集聚度和药用资源

产量 高。经过数 10 年的多途径、多层次开发利用

研究，基本形成以银杏叶为（主要）原料的药品系

列、功能性产品系列、保健饮品系列等不同利用途

径的资源产品群和中药饮片-标准提取物系列-黄酮/

内酯化学组分系列-银杏内酯系列成分/聚戊烯醇成

分等多层次梯级深度利用的资源产品群；以银杏种

子（种仁）为原料的白果药用及食用系列产品群和

以银杏外种皮为原料的生物农药、多糖活性部位等产

品群，构成了较为系统的银杏资源经济产业链[18-20]。

丹参药材的水提醇沉物中含有丰富的水苏糖

（stachyose），是重要的制药原料，具有促进肠道功

能等作用，又可作为制药、食品工业中的优良赋形

剂和填充剂原料[21]；根及地上部分含有的迷迭香酸

（rosmarinic acid）等有机酸类成分尚可作为抗氧化、

保护血管、延缓衰老等功能性产品开发利用[22]。 
近年来，我国当归种植面积达 2 万余公顷，每

年在收获其药用部位根及根茎的同时，产生的地上

茎叶废弃物达 4.8 万吨。研究表明，当归地上部分

中含有丰富的酚酸类化学组分，具有抗凝血、抑制

大肠杆菌、枯草杆菌、抑制马铃薯腐烂线虫等活性。

通过资源化利用可将其开发形成防治牛乳房炎、鸡

鸭等菌痢的畜禽兽药和用于植保的生物农药等

产品[23-24]。对大枣 Ziziphus jujube Mill. 及酸枣 Z. 
jujuba Mill.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w 
叶的资源化学研究表明，其叶中均富含抑制肿瘤细

胞增殖作用的三萜类成分[25]。从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收获花序的废弃茎叶中获得具

有抗病毒、抗菌、抗肿瘤利用价值的黄酮类及倍半

萜类资源性化学成分[26-27]。 

4.3.2  珍稀濒危药用生物资源的替代性研究，保障

中药资源的持续发展和供给  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

性决定了人类在利用资源过程中需要不断寻找替代

资源以进行补偿，既可保障资源的有效供给，又可

保护珍稀濒危资源的持续发展。近些年来，运用中药

资源化学与植物化学分类学的思路和手段，通过对

近缘药用生物类群资源性化学成分直接或潜在利用

价值的发现，获得替代和补偿性资源。探索构建形

成资源-化学-品质-功效-替代性-产品创制等研究技

术体系和创新研究模式[28]。 
千层塔 [蛇足石杉 Huperzia serrata (Thunb.) 

Trev.] 作为抗痴呆药物石杉碱甲（huperzin A）的

原料资源，正面临资源短缺的严峻现状。通过对近

缘植物类群石杉属植物的系统分析评价，从中发现

石杉碱甲量高的资源植物 Huperzia lockyeri (D. 
Jones & B. Gray) Holub、杉叶石杉 H. squarrosa (G. 
Forst.) Trev. 等可作为替代和补偿性资源[29]。在阐

明不同花色牦牛角、水牛角解热镇静等活性物质的

基础上，证实其替代犀角、广角、羚羊角的资源可

利用价值[30-31]。 
4.4  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集成促进资源性成分的

转化与转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利用效率不

高是导致当今社会面临资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加

剧恶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已经成为影响和危及到人

类生活、生存条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已

成为当前资源学科领域高效利用资源-维持生态平

衡-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源产业化过程

中通过适宜技术集成和工艺条件优化，促进原料中

资源性物质的有效转移和得率提高；通过对药用生

物资源各类物质利用价值的不断研究，以逐步实现

有限资源的多元化、精细化利用，已成为减少资源

消耗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降低原料成本提升产

品竞争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行业、领域

和社会的重大课题[32]。因此，通过工程技术集成及技

术革新，提升资源性成分的转化与转移率为目的的中

药资源化学研究方向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年来，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高压萃取技术、

超声辅助提取技术、微波辅助提取技术、酶工程技

术、膜分离技术、超微粉碎技术、复合多元溶剂萃

取技术等现代高效的提取分离、富集方法和技术的

应用[33]，为资源性成分利用效率提高提供了有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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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通过对中药复杂化学组（成）分的有效拆分和

大量生物模型的建立，以及高通量、高内涵活性筛

选技术体系的应用，药用生物资源各类物质的利用

价值不断被发现，以逐步推进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

性化学成分的多元化和精细化利用。 
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L. 鲜果榨汁后的

废渣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天然抗氧化剂原花青素，通

过提取工艺优化与大孔吸附树脂类型筛选，确定

佳生产工艺条件，显著提高了产物得率及其产品纯

度（＞85%）[34]。甘草根中含有丰富的三萜皂苷类、

黄酮类、香豆素类、多糖类及挥发性物质等资源性

成分，各类化学成分的利用价值各不相同。通过水

提/蒸馏-醇提液合并-大孔树脂吸附富集/梯度洗脱/

分级纯化等多元技术集成和工艺优化，使得各类物

质有效拆分，各得其用[35]。 
5  结语 

20 世纪中后叶，国内外学者对人类赖以生存的

有限资源中可利用物质的生产与利用等科学问题展

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以资源合理、高

效、洁净利用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新学科——资源化

学[31]，并先后应用于石油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

源等科学利用研究，分别形成了石油资源化学、植

物资源化学、海洋资源化学等新学科或新研究领

域[32,34]。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化学相对于其他领域

而言起步稍晚，但作为资源体系中的部门资源，在

人类健康、食品、化工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 终发挥作用的是其资源性化学物质。 
中药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中药资源化学作

为中药资源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内容贯穿于中药

资源生产与利用全过程，是中药资源学学科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期集成现代科学体系中资源学、

生物学、化学与分析学、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等理

论与方法，服务于中药资源的合理生产与科学利用，

为我国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的延伸、资源利用效率

的提升、资源性产品的品质提高等领域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因此，该学科的建立

与发展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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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 新佳绩 

《中草药》杂志 2011 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是国家新闻出版行业的最高奖，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设立期刊奖，《中草药》等 10 种科技期刊获此殊荣。2011 年 3 月 18 日于北京

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1 年 12 月 2 日发布：《中草药》杂志 2010 年总被引频次 6 178，名列我

国科技期刊第 14 名，中医学与中药类期刊第 1 名；影响因子 0.904，基金论文比 0.680，权威因子 2 269.200；

综合评价总分 76.6，位列中医学与中药学类期刊第 1 名。连续 7 年（2005—2011 年）荣获“百种中国杰出

学术期刊”，再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2008 年首次设立，每 3 年一届），荣获天津市第十届优秀

期刊评选特别奖。 

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1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中草药》杂志总被引

频次 16 359，影响因子 1.453，位列中医学与中药学期刊第 1 名，基金论文比 0.74，WEB 下载量 39.1 万次。 

注册商标“中草药”2011 年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 
 


